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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別替我鬆綁 別鬆
每一個判決都在閃光
東方之珠 請最後擁抱我一次
在冬天縛住了我的皮囊的時候
在冬天的風為虎作倀的時候
我願我的名字被大雪覆蓋
我廣袤的人生 仍是潔白的
帶著潔白走向終點 多好

不要憐憫 你憐憫的眼神
讓我覺得如芒刺背 讓沉重的
   判決書
會忽然間輕了
我是戴罪之身 不要贊美
那些美好的文字應該留給後人
讓他們一筆一筆寫下玫瑰和詩
再獻給維多利亞港上空的大雁

我數了一下
四十七隻大雁 正列隊飛過
七百萬人的仰望

飯　局
依次落座的十個人看上去
   都很有內容
如同十本文學名著
每一張臉就像個性十足的封面

布文詩三首
吃的菜咬文嚼舌、字斟句酌
喝的酒下筆淋漓、文不加點

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文字
   擠在一起
就像桌上擺滿鮑魚龍蝦
突然間就沒有了美感 
我不知道要討好誰
才能不辜負這個美好的夜晚

多少年了，你們都去了哪兒
害得我寫的文字就像粗茶淡飯
害得我把酒
喝得淚流滿面

看　海
看海看得久了
會從眼睛裡升起一片大陸
遠方車水馬龍、炊煙裊起
看得更久的時候
會有十萬噸濤聲從心中傳來

我有時把自己放進海水裡
放進倒掛的
飛鳥和白雲翻滾的天空裡
我一直在漂泊
那些背井離鄉遠道而來的
   浪的咆哮
和暗黑中大山深處孤獨的沉默

都像我的親人 在我眼裡
沒有什麼不同

海邊的風很大 一陣追一陣
一些風穿過我的身體
那些冰冷的風仿佛是
   我釣過的魚
在我體內飛行 我便收緊衣裳
像要把他們的翅膀收緊

看海看得久了 我會看見
   自己的黑髪
染白了水裡的浪花 就會
   有點悲壯
有一天，我終將像一滴水
    被大海回收而消失不見
從這片給我容身之處的海
回到故鄉

▓釣魚中的布文

自從做上了餐飲小生意，我就忙成了

個陀螺，天天不用別人抽，自己就開始了

圍繞著幾個小店的公轉，和一堆雜事的自

轉。這新生涯壞的是累人，好的是每天都

有日新月異的新鮮事物，真正實現了“活

到老學到老”。

某天我們烏拉拉店來了個澳洲小姑

娘，自報家門說是某個“剩飯平台”的業

務經理，問我們要不要加入這個平台。我

們的小店長不敢怠慢，報告給我，我跟“

剩飯經理”約好，加上我

們的市場經理一起開會研

究剩飯。我們的確像面包

店、烘培店一樣，每天多

多少少都會有壽司剩下。

開會之後才知道，原

來這個“剩飯平台”是歐

洲丹麥開發的，因為貫徹

環保理念，減少浪費，在

歐洲十幾個國家的大城市

已經相當流行，聽上去還

挺“高大上”。

該平台不久前剛登陸

澳洲，先是在墨爾本火了

一把，嗯，墨爾本市區是

綠黨的地盤。現在平台正

在進軍悉尼，因為業務經理小姑娘就住在

我們烏拉拉店附近，而且也知道我們邦迪

海灘店，所以找上了我們。

我我……只聽說過“優步送餐”和各

種其他送餐平台，沒聽說過賣剩飯的網上

平台，它是怎麼操作的？難不成還有快遞

員專門給送剩飯？

剩飯經理小姑娘說，這個不難。我

們根本不需要有專人送餐，餐館、食品店

有要扔掉的剩飯剩菜，臨期食品，只需要

上傳信息到我們平台上，然後附近居民看

到，上去點一下，自己按照約定的時間上

門去拿就是了。這比扔進垃圾桶，造成食

品浪費強呀！你知道澳洲餐飲業每年有多

少食物浪費嗎？

我做壽司我當然知道！我狠狠點頭。

那麼“剩飯”能賣多少錢呢？我的商人本

性即刻暴露，呵呵。

原價的百分之三十，加上平台抽佣。

啊？那麼少啊？

總比扔進垃圾桶強。小姑娘眨眨眼。

那倒也是。那……我們就試試吧！

兩個經理一頓猛操作之後，我們幾個

壽司店的“剩飯包”終於上線了。這個“

剩飯包”有個特別好聽的名

字，叫做“驚喜盲盒”，裡

面內容是啥不用向顧客事先

透露，只要是原價的三十巴

仙就可以。對顧客來說，

就是你花六、七塊錢，就可

以買到原價二十多塊的一大

包“驚喜”食品。

我們每天每個店先預

設兩個“盲盒”，關店前店

長只需要按照剩飯多少，隨

意包起來就行，操作簡單方

便。萬一沒有剩飯剩下，那

只需要取消預設，當然也可

隨時增加預設。

自從“剩飯包”上線之

後，我發現它們幾乎每天都秒沒！更加令

人出乎意料的是，我們的高端店——烏拉

拉的“剩飯包”也照樣秒沒！噢買糕的，

烏拉拉住的不都是富人麼？怎麼也熱衷於

搶剩飯呢？

我媽說，這可不新鮮，記得咱家姨

夫不？出身銀行世家，住天津五大道世襲

的西式別墅豪宅。一到冬天咱天津人的傳

統都要囤大白菜過冬對吧？普通人買大白

菜，拉個平板車、騎個自行車奔菜鋪就是

了，咱家姨夫買大白菜，得趁著沒人，偷

著買！

哈哈哈，的確如此，我想起來了！富

人之所以富，大概就是會省錢吧！

剩飯包與大白菜 千  波

南太井蛙與南太逐夢
沿 濱（紐西蘭）

首先祝賀南太井蛙大作《南太逐夢》

獲得2023年度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支

助，並得以順利出版發行！這既是他本人

的榮耀，也是紐華作者的榮耀！

同時我也借此機會由衷地感謝澳大利

亞南溟出版基金出資人蕭虹博士二十多年

來對澳洲紐西蘭華文作者的支持！感謝二

十多年來南溟基金評委們的辛苦勞動！

《南太逐夢》分兩輯。第一輯《島

國探奇》共四十七篇，主要是作者在南太

平洋各島國從諾魯、斐濟、湯加，以及新

西蘭等地所見識的奇人奇事奇想。總體來

說，是他對島國生活的感受。他用優美的

文字描述了這些島國的海岸沙灘山丘椰林

等自然景觀，也記錄了當地居民的宗教、

餐飲與日常生活，更記錄了很多饒有趣味

的人文風俗，比如雨中的面包樹，套葫蘆

的土著，等等。每到一地，他都特地注重

華人在當地曾經的生活痕跡，比如1855年

第一個到達斐濟的梅屏耀（見《揚起祖先

的風帆》）。其中有些故事充滿幽默，很

是風趣，比如《除夕殺雞記》寫了作者一

家在島國斐濟過中國大年三十，請所雇的

斐濟女工亞克尼西幫忙殺雞的故事。

第二輯《城西舊事》共二十一篇，主

要是作者在中國時的舊事瑣憶。通過這些

文字，我們得以瞭解作者在廣州的市井生

活。作者很善於從小處著手，比如《少時

曾著黑膠綢》《西關的橫街窄巷》《打雀

英雄》，更多的文字則反映了大時代的衝

擊。這種衝擊是通過對作者在某種懵懂醒

悟後的逃離來表現的，比如《偷渡佬》《

郵包與偷渡者》《鐵窗青春男兒淚》《生

死線上爭自由》。也有對整個群體反映的

作品，如《夏雨中的鮮血》。我以前讀過

太多這樣的文字，但讀這一篇時仍然感到

心悸，這到底是個怎樣的時代才導致這樣

的生命？

書名《南太逐夢》顧名思義，是從故

國到南太洋的島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所

以，作者自然而然，在內容上在篇幅上都

多在夢想之地島國之上。而第二輯從邏輯

層次上回答自己夢想產生的根源。

從一般華人讀者來看，特別是移民到

歐洲北美南澳發達國家的某些華人來說，

南太平洋島國斐濟湯加等近乎落後的蠻荒

之地，恐怕很難入他們的法眼。但是，每

一個人，無論他是聖人還是罪人，偉大還

是卑微，聰敏還是愚劣，健康還是殘疾，

只要他是個人，縱使他一無

所有，夢都是他與生俱來的

本能，夢是最不會被人剝奪

走的財富，夢也是每一個人

最無助時的安慰。夢也沒有

高低貴賤之分。也許一個人

不屑一顧的事，對另一個人

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夢了。

因此，我覺得我有必要

從我個人的角度，我個人的

理解，來談一下我所知道的

作者，這樣有助於讀者了解

這本著作取名的由來。

因為愛好華文寫作的原因，我與孫嘉

瑞先生認識有近二十年了。

紐西蘭是一個島國，人少，喜歡文

學的人自然也少，做華文文學的人就更少

了。近二十年裡這紐華華文文學圈裡，恕

我孤陋寡聞，驚世之作似乎不多，但圈子

裡雜事似乎不少，雞零狗碎，人來人往，

回想起來令人唏噓，但想想這也是華社的

特色之一，也算正常，而已。

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雖說我

有個人偏好或是戴了有色眼鏡，偶爾想起

來，近二十年新西蘭華文界唯一能堅持不

懈的，就是孫嘉瑞先生。

孫先生本名卻不常用，常用的是他

的筆名南太井蛙。碰到他的某些筆敵，就

直接拿他的筆名來哂笑攻擊，說他人如其

名，就是井底之蛙，而且蹲在南太平洋的

井裡。南太井蛙最開始還有些書生氣，還

搬出古希腊著名哲學家德謨克利特來為自

己辯護，因為德氏說過“對於真理我們一

無所知，因為真理藏在井裡”。但筆敵既

然不是筆友，也就不在乎這話源自哪裡。

筆敵們或許聽說過蘇格拉底，那個什麼德

謨克利特怕是沒聽過，何況這洋老外的名

字還這麼繞口。

我也嫌南太井蛙四個字太長，更多的

時候只稱他南太。我認識他時他在奧克蘭

與幾位曾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弄了一

個文化沙龍，說是要以文交友，似乎在奧

克蘭熱鬧過一陣。“友”我不知道他交上

沒有，但這沙龍裡似乎“沙”多於“龍”

，沒多久就散了，據說弄得不太愉快。於

是南太揀了胡適的話對自己說，“獅子老

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

群結隊”。胡適雖是名人，但這話卻不太

凖確，因為獅子並不總是獨來獨往的，老

虎才是。

獅子老虎也好，狐狸與狗也罷。近

二十年來南太還是一如既往，每周都要寫

一兩篇隨筆散文，見人見事，古今中外，

有些感觸就要說上幾句，這種堅持，這種

發聲，我個人認為，在紐西蘭無出其右，

充分體現了一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熱心

與良心。南太長於隨筆散文，用詞用句考

究，日積月累，其質量水准，在紐西蘭有

名無名、長期短期的華文作者中，南太應

該獨占鰲頭。我私下一直認為，以後談起

紐西蘭華文創作，南太的作品包括散文隨

筆不應該被忽視。

當然，真正的作者更在意對社會、

現狀的反思與反映。南太長年筆耕不輟。

他贈送給我的著作就有《路邊的歷史》《

毛利土地上的萊茵河》，以及自傳體性質

的《行過文革的死蔭幽谷：亂世浮生錄》

。其中《行過文革的死蔭幽谷：亂世浮

生錄》這本自傳體敘述我可能有一點資格

說幾句，因為我肯定是極力支持他寫下去

寫出來並在出版後還提過建議的人之一。

我一直認為，國家的歷史苦難是通過每一

個經歷過的你、我、他的家族來體現的，

這樣窺一斑而見全豹。他也跟我談過寫此

書的感受。回憶過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折

磨，南太告訴我說，他寫作

這種回憶的時候所有的痛苦

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淡，反

而，時間為這種痛苦加上了

沉重的利息，經常讓他淚

水漣漣。南太出生於富貴之

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這

可以從他敘述的內容、附著

的照片、行文的老派風格、

繪畫的功底等看出一二。但

從父祖輩以來，家中三代人

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卻歷

經了難以描述的種種煎熬。

魯迅先生曾說到居住在鐵房子裡人的比

喻。因為南太父祖三代有過在鐵房子外的

美好經歷，所以，他是難以忍受被困在鐵

房子裡的生活的。從這種角度上講，他基

因裡就有追逐美夢的家族淵源。

略微瞭解了南太的背景，你就不難

理解，為什麼他拼勁全力也要逃離故國，

而追逐自己的夢想，即使這種夢想存在於

南太平洋的那些小小的島國，因為這些島

國讓他能追逐自己自由的生活，說自由的

話，做自由的事。你也就理解，為什麼書

名取名《南太逐夢》，為什麼第一輯內容

多且輕鬆，而第二輯則相對少且沉重。

▓孫嘉瑞近照
▓千波舊照


